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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院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袁中医的思想博大精深袁中医在具有科学性的同时袁兼有哲学性尧文学性等遥 中医学肇源于中国古

代哲学及中国古代文学袁最后相辅相成袁相互联系袁中医学的发展同时对中国古代哲学及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反哺遥中医的生命力

在于临床疗效袁然而临床疗效的保证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袁中医学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袁该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历代先贤的智慧结

晶袁融汇了众多学科的精华遥
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幼承庭训袁继拜名师袁勤于苦读袁躬于实践袁善于体悟袁在临证之余袁摸索并总结出中医临证的四大核

心理念袁即整体观尧未病观尧制宜观尧中和观遥此四观为中医理论之精髓特点袁涉及多个学科层面袁用之于临床袁对于生理尧病理尧诊
治尧养生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遥 现以系列论文形式整理成篇袁供诸位同道参悟遥

整体观为中医临证的四大核心之首遥 所谓野整
体冶袁即为野统一体冶袁视为不可分割的部分袁为哲学

层面之概念遥 1960 年袁整体观念做为中医学的独到

理论特点归纳写入教材袁形成与西医学泾渭分明的

认知观和诊疗观遥
整体观的理论源泉为天人合一袁但是袁整体观

念不完全等同于天人合一袁整体观念有着更深邃的

内涵及更广泛的外延袁从某种角度而言袁天人合一

是整体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野天人合一冶这个概

念最早明确出现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叶正蒙窑乾称曳
野儒者则因明致诚袁因诚致明袁故天人合一冶遥 此处袁
并非是从宇观角度强调天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袁也
不是注重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袁而是强调个体

的道德义务袁是指一种对个体的利害得失具有超越

态度的道德境界遥 然袁天道与人道尧自然与人相通尧

相类和统一的观念已经广泛渗透于此前的哲学界

及散见诸多文学作品中袁儒释道对天人合一的形成

亦有促进作用遥 董仲舒就明确提出野天人感应冶的宇

宙系统论袁较为明确的构建了中医理论之整体观遥
叶现代汉语词典曳中注释野整体冶为整个集体或

整个事物的全部 (跟各个成员或各个部分相对)袁此
当为哲学层面之概念袁引入到中医学后袁赋予了整

体新的内涵遥 整体观念袁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

完整性及人与自然尧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遥 整

体观念认为袁人体是一个由多层次结构构成的有机

整体遥 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袁各个脏腑形体官

窍之间袁结构上不可分割袁功能上相互协调尧相互为

用袁病理上相互影响遥 人生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袁
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袁 必然受到自然环境尧
社会条件的影响遥 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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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生命活动遥
可见袁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在

中医学中的具体体现袁是同源异构及普遍联系思维

方法的具体表达袁要求人们在观察尧认识尧分析和处

理有关生命尧健康和疾病等问题时袁必须注重人体自

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

系性遥 整体观念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尧病理尧诊法尧
辨证尧养生尧防治等各个方面袁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和

临床实践的指导思想遥
1 整体观的理论基础

1.1 来源相同

精气是构成宇宙的本原袁精气学说认为袁宇宙中

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精或气构成的袁宇宙万物的生成

皆为精或气自身运动的结果袁精或气是构成天地万

物包括人类的共同原始物质遥 叶周易窑系辞上曳认为院
野精气为物冶尧 叶庄子窑知北游曳认为野通天下一气耳冶尧
叶淮南子窑天文训曳认为野宇宙生气袁气有涯垠遥 清阳

者薄靡而为天袁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冶遥
精气同时构成人体的本原袁古代哲学家认为袁人

类由天地之精气相结合而生成袁天地精气是构成人

体的本原物质遥 叶管子窑内业曳说院野人之生也袁天出其

精袁地出其形袁合此以为人遥冶叶素问窑宝命全形论曳说院
野天地合气袁命之曰人遥冶叶论衡窑论死曳说院野气之生人袁
犹水之为冰也遥水凝为冰袁气凝为人遥冶人为宇宙万物

之一袁宇宙万物皆由精气构成袁那么人类也由天地阴

阳精气交感聚合而化生遥
可见袁天地宇宙与人有着共同的本原袁即精气遥

精气的概念涵概了自然尧社会尧人类的各个层面袁精
气是自然尧社会尧人类及其道德精神获得统一的物质

基础曰精气是宇宙万物的构成本原袁人类为自然万物

之一袁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化生之源曰运行于宇宙

中的精气袁充塞于各个有形之物间袁具有传递信息的

中介作用袁使万物之间产生感应遥 这些哲学思想渗

透到中医学中袁促使中医学形成了同源性的思维和

相互联系的观点袁构建了表达人体自身完整性及人

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性的整体观念遥 中医学认为袁
人与自然尧社会环境之间时刻进行着各种物质与信

息的交流遥 通过肺尧鼻及皮肤袁体内外之气进行着交

换曰通过感官袁感受与传递着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各

种信息遥 因而通过气的中介作用袁人与自然尧社会环

境相统一遥 自然尧社会环境的各种变化袁对人体的生

理尧病理则产生一定影响遥 剧烈的气候变化与社会

动荡袁则引致病邪的产生袁侵犯人体而致疾病发生遥
此即从生理层面和病理层面形成了整体观袁中医学

的整体观念袁强调从宏观上尧从自然与社会的不同角

度袁全方位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防治遥

1.2 组成相同

科学研究表明袁 人体几乎含有元素周期表中的

所有元素遥首先是地壳的元素丰度袁决定了人体的元

素丰度曰 其次是人体的化学成分与其生活的环境有

关袁 而生活环境的化学成分取决于其中的岩石类型

和气候条件袁 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群人体内微量元

素的含量略有差异袁 这说明人与地球有相似的元素

组成袁 这种组成随个体所处环境的不同袁 又略有差

异遥 故而袁有学者很形象的将人称之为野地球人冶袁因
为袁每个人都有着跟地球相同或相似的元素遥

叶灵枢窑邪客篇曳云院野天圆地方袁人头圆足方以应

之遥天有日月袁人有两目遥地有九州袁人有九窍遥天有

风雨袁人有喜怒遥 天有雷电袁人有音声遥 天有四时袁人
有四肢遥 天有五音袁人有五脏遥 天有六律袁人有六腑遥
天有冬夏袁人有寒热噎噎岁有三百六十五日袁人有三

百六十五节袁 噎噎地有十二经水袁 人有十二经脉袁
噎噎地有草蓂袁人有毫毛噎噎岁有十二月袁人有十二

节噎噎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冶袁此语形象将人与天地

类比袁人体实则为一个个的野小天地冶袁正因为这种类

似的构造袁故而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遥
1.3 生理相关

人的生理与天地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袁 并且存在

一定的节律袁如院日节律尧七日节律尧月节律尧季节律尧
年节律尧六十年节律尧三百六十年节律遥 叶素问窑六节

藏象论篇曳云院野心者袁噎噎与夏气相应遥肺者袁噎噎通

于秋气遥 肾者袁噎噎通于冬气遥 肝者袁噎噎通于春气遥
脾尧胃尧大肠尧小肠尧三焦尧膀胱者袁噎噎通于土气渊即
长夏冤冶袁又在叶素问窑脉要精微论篇曳指出野四变之动袁
脉与之上下袁以春应中规袁夏应中矩袁秋应中衡袁冬应

中权冶袁此即脏腑及脉象的季节节律遥
妇女之月经生理袁体现了月节律遥成熟女性的月

经每隔 28 d(接近一个太阴月)周期性地来潮遥 在月

经周期中袁人体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尧子宫和其他

器官的组织结构及机能发生周期性变化袁机体代谢尧
免疫尧 组织形态以至精神心理活动等也发生相应的

周期性波动遥 人体其他的生理机能也可受月象变化

的影响袁如尿 17-酮类固醇的排泄量尧胡须的生长尧
痛阈和体质量的变化都有月节律变化遥 西方医学家

及生理学家发现体力尧智力尧情绪三节律呈现月节律

性遥 人自出生之日起袁其病症尧情绪及行为波动中存

在着以 23 d 为周期的体力盛衰袁 以 38 d 为周期的

情绪波动袁后来又有人发现了以 33 d 为周期的智力

变化遥 高潮期袁人在体力方面精力旺盛袁情绪方面乐

观豁达袁智力方面思维敏捷曰低潮期则与此相反袁体
力上耐力下降袁情绪上心烦易怒袁智力上反应迟钝曰
在临界日则有情绪波动袁智力与体力不稳定的情况遥
凡此种种袁均体现了月节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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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灵枢窑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曳载院野夫百病者袁多
以旦慧尧昼安尧夕加尧夜甚噎噎朝则人气始生袁病气

衰袁故旦慧曰日中人气长袁长则胜邪袁故安曰夕则人气

始衰袁邪气始生袁故加曰夜半人气入藏袁邪气独居于

身袁故甚也遥 冶说明了人体的阳气随着太阳在一日中

的节律变化而变化袁此为日节律遥
2 整体观的内容

2.1 人自身是一个整体

人由五脏六腑尧四肢百骸尧经脉诸窍构成袁气尧血尧
津尧液是人体内物质的不同存在形式袁气尧血尧津尧液之

间可以相互转换曰 在组织结构上袁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

心袁 通过经络将六腑尧形体组织尧五官九窍等联系在一

起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曰在生理功能上袁不同的脏腑系统

互相配合协调袁共同完成人体的正常的功能活动曰在病

理异常时袁不同脏腑之间可以互相影响遥
人之五脏(心尧肝尧脾尧肺尧肾)尧六腑(胆尧胃尧小肠尧

大肠尧膀胱尧三焦)尧形体(筋尧脉尧肉尧皮尧骨)尧官窍(目尧
舌尧口尧鼻尧耳尧前阴尧后阴)在结构上彼此衔接尧沟通遥
它们以五脏为中心袁通过经络系统野内属于腑脏袁外
络于肢节冶的联络作用袁构成了心尧肝尧脾尧肺尧肾五个

生理系统遥 心尧肝尧脾尧肺尧肾五个生理系统之间袁又
通过经络系统的沟通联络作用袁构成一个在结构上

完整统一的整体遥 精尧气尧血尧津液分布尧贮藏尧代谢

或运行于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中袁支撑了它们各自的

功能袁并使它们之间密切配合袁相互协调袁共同完成

人体的各种生理机能袁从而维持了五个生理系统之

间的协调有序遥 同时袁脏腑的功能活动又促进和维

持了精尧气尧血尧津液的生成尧运行尧输布尧贮藏和代

谢袁从而充实了形体袁支持了脏腑形体官窍的机能遥
叶灵枢窑五色篇曳曰院野庭者袁首面也曰阙上者袁咽喉

也曰阙中者袁肺也曰下极者袁心也曰直下者袁肝也曰肝左者袁
胆也曰下者袁脾也曰方上者袁胃也曰中央者袁大肠也曰挟大

肠者袁肾也曰当肾者袁脐也曰面王以上者袁小肠也噎噎此

五脏六腑肢节之部也袁各有部分冶遥可见袁首面尧咽喉尧
肺尧心尧肝尧胆尧脾噎噎股里尧膝膑等人体部位在面部

各有分候袁即面部是全身的映射或缩影袁通过察面可

以了解五脏六腑的状态遥
叶灵枢窑大惑论曳曰院野睛之窠为眼袁骨之精为瞳

子袁筋之精为黑睛袁血之精为络袁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袁
肌肉之精为约束冶遥 后世据此发展形成了五轮学说遥
又言院野五脏六腑之精气袁皆上注于目冶渊叶灵枢窑大惑

论曳冤袁故而目之视觉功能袁不但与肝之精气盈亏有

关袁而且与其他脏腑的精气是否充足亦有关袁通过查

目可以了解五脏六腑的情况遥
尚且有手诊尧耳诊尧足诊袁根据局部可以反应整

体袁更有目前采用最为常用的诊脉方法袁亦是局部反

应整体的表现袁叶素问窑脉要精微论曳详细论述了尺部

分候遥 凡此种种袁均是局部反应整体袁局部是整体中

的小整体袁局部可以反应整体遥正如上世纪 80 年代袁
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发现并提出生物全息论袁 生物

全息论就是基于以小窥大的中医整体观袁 嫁接全息

照相的全息概念袁 来说明生物体每一相对独立的部

分袁为整体比例缩小这一全息现象遥每个生物体的每

一具有生命功能又相对独立的局部 渊又称全息元冤袁
包括了整体的全部信息遥 全息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说是整体的缩影袁如人体上肢肱骨渊上臂骨冤尧前臂

骨尧五块掌骨和下肢的股骨尧小腿骨等都是全息元袁
都是人体的一个缩影遥

由此可见袁 人体外在的形体官窍与内在脏腑密

切联系袁 它们的功能实际上是整体机能的一个组成

部分,这充分体现了人体内外的整体统一性遥
人除了在形体上是一个有机的密不可分的整体

外袁人的精神要与身体密不可分袁否则就会野阴阳离

决袁精神乃绝冶遥神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袁广义的神袁是
指人体生命活动的总体现或主宰者曰狭义的神袁是指

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袁包括情绪尧思想尧性格等一

系列心理活动遥 在活的机体上袁形与神是相互依附袁
不可分离的遥 形是神的藏舍之处袁 神是形的生命体

现遥 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袁有形才能有神袁形
健则神旺遥 故而精尧气尧神为人身野三宝冶袁精为基础袁
气为动力袁神为主宰袁构成野形与神俱冶的有机整体遥
2.2 人与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整体

人生活在自然界中袁 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又是

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遥 大自然存在的阳光尧空
气尧水尧温度尧磁场尧引力尧生物圈等袁构成了人类赖以

生存尧繁衍的最佳环境遥 同时袁自然环境的变化又可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遥 这种人与自然

环境息息相关的认识袁即是野天人一体冶的整体观遥此
即叶灵枢窑邪客曳强调院野人与天地相应也遥 冶

自然环境主要包括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袁 总以

野天地冶名之遥 天地阴阳二气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

中袁 故人体的生理活动必受天地之气的影响而有相

应的变化遥
人与季节具有整体性遥 叶灵枢窑五癃津液别曳说院

野天暑衣厚则腠理开袁 故汗出噎噎天寒则腠理闭袁气
湿不行袁水下留于膀胱袁则为溺与气遥冶指出人体生理

在受到季节影响下袁 随季节气候的规律性变化而出

现相应的适应性调节袁正所谓春温尧夏热尧秋凉尧冬
寒袁故而春生尧夏长尧秋收尧冬藏遥 李时珍在叶濒湖脉

学曳中亦指出野春弦夏洪袁秋毛冬石袁四季和缓袁谓之

平脉遥冶表明人体的生理机能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自有

相应的适应性调节遥
人体经络气血的运行受风雨晦明的影响遥据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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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窑八正神明论曳所言院野天温日明袁阳盛阴衰袁人体阳

气也随之充盛袁故气血无凝滞而易运行曰天寒日阴袁
阴盛阳衰袁人体阳气亦弱袁故气血凝涩而难行遥 冶

同时袁疾病的产生受到季节的影响袁正如叶素问窑
阴阳应象大论曳所载野冬伤于寒袁春必温病曰春伤于

风袁夏生飧泄曰夏伤于暑袁秋必痎疟曰秋伤于湿袁冬生

咳嗽冶遥
人与日夜具有整体性遥 一日之内的昼夜晨昏变

化袁对人体生理也有不同影响袁而人体也要与之相适

应遥叶素问窑生气通天论曳说院野故阳气者袁一日而主外袁
平旦人气生袁日中而阳气隆袁日西而阳气已虚袁气门

乃闭遥 冶这种人体阳气白天趋于体表袁夜间潜于内里

的运动趋向袁反映了人体随昼夜阴阳二气的盛衰变

化而出现的适应性调节遥
人与地理环境具有整体性遥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

存环境的要素之一袁主要指地势的高低尧地域性气

候尧水土尧物产及人文地理尧风俗习惯等遥地域气候的

差异袁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袁在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脏腑机能袁进而影响体质

的形成遥 众所周知袁江南多湿热袁人体腠理多稀疏曰
北方多燥寒袁人体腠理多致密遥 长期居住某地的人袁
一旦迁居异地袁常感到不适应袁或生皮疹袁或生腹泻袁
习惯上称为野水土不服冶遥这是由于地域环境的改变袁
机体暂时不能适应之故遥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袁也就

逐渐适应了遥 这说明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确有一定

影响袁而人体的脏腑也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遥
` 地域的不同对疾病的产生有一定影响袁 故而

叶素问窑异法方宜论曳言野东方之地袁噎噎其病皆

为痈疡袁噎噎西方者袁噎噎其病生于内袁噎噎北方

者袁噎噎脏寒生满病 袁噎噎南方者 袁噎噎其病挛

痹袁噎噎中央者袁噎噎其病多痿厥寒热冶遥
可见袁人是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袁人是野地球

人冶袁受到自然环境较大影响遥
2.3 人与社会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人不单是生物个体袁而且是社会中的一员袁具备

社会属性遥 人体的生命活动袁不仅受到自然环境变

化的影响袁而且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制约遥 政治尧经
济尧文化尧宗教尧法律尧婚姻尧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袁必
然通过与人的信息交换影响着人体的各种生理尧心
理活动和病理变化袁而人也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交流中袁维持着生命活动的稳定尧有序尧平衡尧协
调袁此即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遥

社会环境不同袁造就了个人的身心机能与体质

的差异遥 这是因为社会的变迁袁会给人们的生活条

件尧生产方式尧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带来相应的变

化袁从而影响人的身心机能的改变遥 一般说来袁良好

的社会环境袁有力的社会支持袁融洽的人际关系袁可

使人精神振奋袁勇于进取袁有利于身心健康曰而不利

的社会环境袁可使人精神压抑袁或紧张尧恐惧袁从而影

响身心机能袁危害身心健康遥金元时期的李杲曾指出

处于战乱时期的人民袁 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院野向
者壬辰改元袁京师戒严袁迨三月下旬袁受敌者凡半月遥
解围之后袁都人之有不病者袁万无一二曰既病而死者袁
继踵不绝遥冶张子和亦指出院野贫家之子袁不得纵其欲袁
虽不如意不敢怒袁怒少则肝病少袁富家之子袁得纵其

欲袁稍不如意则怒多袁怒多则肝病多冶遥
政治尧经济地位的高低袁对人的身心机能有重要

影响遥 政治尧经济地位过高袁易使人骄傲尧霸道尧目空

一切袁如叶灵枢窑师传曳指出养尊处优的野王公大人袁血
食之君袁骄恣纵欲袁轻人冶遥政治尧经济地位低下袁容易

使人产生自卑心理和颓丧情绪袁 从而影响人体脏腑

的机能和气血的流通遥 政治尧经济地位的不同袁又可

影响个体体质的形成遥如明窑李中梓指出院野大抵富贵

之人多劳心袁贫贱之人多劳力曰富贵者膏粱自奉袁贫
贱者藜藿苟充曰富贵者曲房广厦袁贫贱者陋巷茅茨曰
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袁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曰膏
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袁藜藿苟充者脏腑坚固曰曲房广厦

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袁 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

干冶(叶医宗必读窑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曳)遥 因此袁由于

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袁政治经济地位不同袁因而在身

心机能和体质特点上有一定差异遥
可见袁人是社会人袁人生活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环

境中袁其生命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遥人与社

会环境是统一的袁相互联系的遥
整体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袁 不仅是中医的精神

支柱袁它还代表探索复杂性思维袁野整体观念冶可以看

作是对中医野天人合一冶野天人相应冶等观点拓展和延

伸遥整体观的作用很大袁不但能解释人体相关生理现

象袁更是对疾病的产生及影响袁及疾病的诊治均有指

导性作用遥
3 整体观的临证应用

3.1 诊法上的应用

中医的临床过程中袁辨证尧辨病的准确性至关重

要袁孙教授尤其重视袁常常告诫我们事要明袁话要清袁
诊断要准确遥 正如 叶形神是中医辨证要素的首要元

素要要要中医辨证常用 20个基本要素与形神的关系曳[1]

所述袁孙教授诊断常参考 20 个元素袁其中 10 个重要

元素袁即形神尧盛衰尧阴阳尧表里尧寒热尧虚实尧主从尧标
本尧逆顺尧生死袁10 个非重要元素袁即时令尧男女尧长
幼尧干湿尧劳逸尧鳏寡尧生育尧新旧尧欲涩尧旺晦遥

此 20 个元素无不渗透着整体观念遥形神的识别

又是当中的重中之重袁识形能知患者之骨肉尧皮肤尧
勇怯袁察神可以了解人之气尧血尧津液的情况袁识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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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察形之强弱尧胖瘦袁识神志关键在于神志尧
目光尧面色尧语言袁另外呼吸尧运动尧肌肉等亦是重要

评判标准遥 形神的诊断贯穿整体观袁五脏六腑尧四肢

百骸的信息反馈袁充分体现了人体是统一的整体袁更
有形神自身就是统一的整体袁无形则神无意附袁无神

则形无以趋遥 余者无不体现人与自然和社会是统一

整体袁亦正是孙教授搜集诊疗信息全面袁考虑周全袁
思索深入袁方能识病证准确袁保证确切的疗效遥
3.2 治疗上的应用

孙教授在治疗上亦处处体现整体观袁绝不是野头
痛医头袁脚痛医脚冶袁而是辨证论治袁要野因人尧因地尧
因时制宜冶袁采用整体观念遣方用药袁仅以其确立的

基本治疗原则为例以佐证遥 孙教授的治疗总则为调

气血袁衡出入袁调升降袁和阴阳遥 气血是人体至关重

要的物质袁叶素问窑调经论曳云院野人之所有者袁血与气

耳冶袁从生理和病理角度而言袁无论在脏腑尧在经络尧
在皮肉筋骨袁最终是离不开气血的袁这是因为野气即

无形之血袁血即有形之气冶渊叶不居集曳冤遥 气血是一个

统一的整体袁即野气为血之帅袁血为气之母冶袁所以要

善于调气血遥 孙教授常选用人参尧黄芪益气袁丹参活

血袁总体益气活血袁这样配伍比较野中和冶袁可以作为

诸方的基础袁视为君药袁故而常使用它们野率领冶诸药

野团队冶前进遥 叶素问窑六微旨大论曳说院野非出入则无

以生长壮老已曰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冶遥 升降出

入袁是基于阴阳学说而形成的气机消长转化的重要

学说遥 升清渊阳冤尧降浊渊阴冤尧吐故渊出冤尧纳新渊入冤是
气机的基本动态袁故而升降出入要理顺袁否则治疗疗

效大打折扣遥至于阴阳的统一和谐更离不开动态的尧
整体的调整思路遥

秉承此思路袁试以一孙教授临证常用处方例证

之袁方剂组成为白参片尧生北芪尧紫丹参尧川杜仲尧北
枸杞尧山萸肉尧姜半夏尧广陈皮尧云苓皮尧玉米须尧车前

子尧白蔻仁尧薏苡仁尧芡实仁尧蒲公英遥具有益气活血袁
健脾祛湿之功效遥 全方补药上行占大半袁而泻利走

下之亦占四五袁寒凉之蒲公英与全方温阳之热构成

矛盾统一袁三味利水与芡实之收涩共方用药之巧袁在
方中尽管有陈皮行气袁然白蔻仁成了本方中之画龙

点睛之药袁方中动静结合袁阴阳配伍袁有消补尧散收尧
升降等特性药物袁无不从整体角度兼顾遥

孙教授依此思路在临床上治疗袁获得良好疗效的

案例举不胜举袁仅以气血失调 3案共享袁以供参详遥
案 1院高某袁女袁20 岁袁大连某大学日语专业学

生遥 自 12 岁月经开始袁月经从来没有正常过遥 近 10
年来痛苦异常遥 周期紊乱袁量多量少不定袁血色鲜暗

无常袁瘀块夹杂袁痛经绵绵袁腰酸神疲袁面色灰暗无

华遥 现行经已 20 余天仍未干净袁孙教授诊毕袁处益气

摄血尧养血固精之剂袁方如下院潞党参 15 g袁生北芪

15 g袁紫丹参 15 g袁益母草 10 g袁蒲黄炭 15 g(包煎)袁
地榆炭 10 g袁生地炭 10 g袁延胡索 10 g袁川杜仲 15g袁
阿胶珠 12 g袁薏苡仁 15 g袁川郁金 10 g袁北枸杞 15g袁
生甘草 5 g遥水煎服袁日 1 剂遥配服紫河车粉 3 g袁日 3
次袁温水送服遥 7 剂后复诊袁病人经血已止袁气血红润袁
笑逐颜开遥 上方去炭剂袁守方继服袁巩固疗效袁获安遥

按语院月经病是女性最常见的疾病袁表现各一袁
病机复杂袁治疗十分困难遥孙教授根据自己几十年的

临床经验袁 诊疗妇科月经病唯有调理气血袁 气血畅

顺袁月经自和遥孙教授善用台党参尧北黄芪尧紫丹参等

益气养血之品袁巧用坤草袁紫河车粉之味袁以固女性

经血之本袁妙用郁金尧菖蒲尧蒲黄尧当归之动药袁以期

撬动顽痼久积遥 动静结合袁阴阳和合袁而经病自消遥
案 2院张某袁51 岁遥近年来袁神疲纳差袁困乏嗜睡袁

双肢无力袁行动困难袁躁闷异常遥 舌质淡尧苔薄袁脉沉

细袁 屡治无效袁 求治于孙教授袁 处方如下院 潞党参

15 g袁生黄芪 15 g 袁紫丹参 12 g袁薏苡仁 30 g袁桑寄

生 15 g袁清半夏 7 g袁广陈皮 7 g袁真降香 10 g袁炒枣

仁 15 g袁云茯神 15 g袁北枸杞 15 g袁佩兰叶 6 g袁生
甘草 5 g袁生蒲黄 15 g渊布包冤遥 7 剂袁水煎袁日 1 剂遥 3
月 6 日复诊袁病人自述诸症显著减轻袁疗效不凡遥 效

不更方袁又守方加减 10 余剂袁而获痊愈遥此类病例还

有一位某部委办公厅 40 余岁之副主任袁 先后进服

20 余剂而获痊愈遥
按语院孙教授认为袁此病之根源在于人到中年袁

气血亏损严重袁气血失衡袁阳气不主袁阴精不纳袁阴阳

失和袁而百病自来遥 而治疗此类疾病之关键袁在于调

畅气血遥
案 3院孙某袁女袁52 岁遥头颈痛袁尿频尿急 4 余年袁

多方诊治不效遥 舌质红尧舌苔薄尧脉弦细遥 处方如下院
潞党参 12 g袁 生北芪 12 g袁 紫丹参 12 g袁 桑寄生

15 g袁金毛狗脊 12 g袁川杜仲 15 g袁伸筋草 12 g袁北
枸杞 15 g袁补骨脂 10 g袁延胡索 10 g袁生甘草 5 g遥
日 1 剂袁水煎服袁7 剂遥7 剂后来诊袁大显奇效袁守方加

减 10 余剂而获愈遥 此类病例袁尚有 2 例长期类风湿

病人袁而获效遥
按语院临床上许多风湿尧类风湿等免疫性疾病袁

还有颈肩腰腿痛疾病袁 病名种类颇多袁 治疗手段各

异遥 而孙教授治疗此类疾病袁驭繁就简袁妙用益气补

血填精舒筋之方袁畅顺气血袁疗效确切遥
参考文献院
[1] 刘应科,孙光荣.形神是中医辨证要素的首要元素要要要中医辨证

常用 20 个基本要素与形神的关系 [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袁
2016袁36渊1冤:1-9.

渊本文编辑 李 杰冤
渊未完待续冤

刘应科袁等 肿瘤病症辨治心悟第 5 期 5


